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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与基础

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)

!

*

(实验室认可要求中明确指出受控文

件可以任何适当的媒介保存#不限定为纸质保存(而国内外临

床实验室的体系文件大部分仍采用纸质打印#耗费大量纸张#

占用大量的空间#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#不便于体系的管理#给

文件控制带来诸多不便(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(

?

!

文件编写与发布过程管理繁琐

一般实验室会根据
YVX!/!7%

的有关管理要素要求制订

统一的版式或版面进行文件的编写(质量体系文件包括了质

量手册'程序文件'作业文件'表格'标准规范等多种类型)

"

*

(

质量手册'程序性文件'管理文件'安全手册'应急预案'临床采

集手册等需由质量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审核(作业文件及表

格则由各组负责人进行审核(所有审核好的文件最终交由科

主任批准后再由文本主管发布(文件从编写'审核到发布各个

环节都必须是严格控制的#但由于实际工作中涉及的部门过

多'层层审批#往往耗时较长#有时还会遗漏#从而导致文件发

布延迟#如果中间审批环节出现因文件修改内容较多而需要重

新编写的#这一弊端会更加突出(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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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的受控不明显

大多实验室会在已批准的文件上加盖-受控文件.章#表示

该文件已通过正式审批及发布#确保不被误用或流失(在人工

纸质化管理模式下#受控文件通常需要一式两份打印#一份保

存在科室档案室#另一份作为现行文本分发至各个组便于工作

人员现场取阅(文件资料必须依照相关领导审批后指定的发

放范围进行#领用人需在/受控文件资料发放表0上签字交接后

方可获得相关文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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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(尽管如此#在实际工作中受控文件是否

能真正-受控.#管理者是无法实际控制的(

A

!

文件的修订与改版容易造成现行受控文件的混乱

文件确需修改时#由部门负责人填写/文件修改申请表0#

经实验室主管签字同意后#由部门负责人进行相应的修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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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
(

如文件中部分内容允许手写修改的#应在修改处签名并记录修

改日期(如文件需更换版本号或版本"修订号的#应加盖-作废

文件.章并及时收回旧版本号或修订号的文件#以免误用(而

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文件未经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同意#文

件就已经修改并发布#或是一个实验室同时使用多个版本文

件#造成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的混乱(

B

!

文件不易保存及容易造成浪费

存档文件文本和现行文本应安全保存#保证其不丢失'不

破损'不变质(文件保存的形式可为纸质或电子形式#而目前

大多数实验室仍需用纸质版来保存文件(临床实验室专业分

组较多#各专业实验室相对独立#导致一个文件可能需要多个

拷贝文件#纸质化文件就需要打印多份文件满足每个专业组的

需要#这就浪费了大量的纸张#还占用了大量的实验室空间储

存#传阅中容易造成文件的缺失#也不利于使用者阅读(

E

!

文件的保密性不强

保密性文件未经实验室主任批准是不得复制'外传的(文

件和资料的查阅'借阅与复印应由文本主管在文件借阅登记表

上登记#并定期归还(受控文件需经实验室主任批准才能借阅

与复印(但由于检验科人流量大#加上外来人员不能得到有效

的监管#且纸质化文件由于其便携的特点#容易被通过复印'扫

描'拍照等方式复制#文件内容随时都存在着泄露的风险(

F

!

文件的阅读与培训管理流于形式)无法追溯员工的阅读和

学习的历史记录

员工阅读过质量体系文件后#需要在文件阅读页上签上姓

名及阅读时间#同时也需要主任签名批准文件及每年签名审核

所有文件(这一过程浪费了工作人员及管理者大量时间#使简

单的工作显得非常繁琐(在实际工作中员工是否真正阅读文

件还是流于形式#签字了事#大多数科室常常无法做到有效的

监管(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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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与记录管理不严谨

目前实验室日常工作中的表格记录也是一项繁琐#但又必

不可少的工作(实验室每月末需对记录表单填写情况进行检

查#查看记录填写得是否准确'及时'完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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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但由于目前记录

多为纸质化记录#需手写登记#有时常会出现工作人员造假#表

现为该记的不记#或是为了应付检查事后补记等现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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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易出现交叉污染)不符合生物安全

虽然质量体系文件放置在实验中可供工作人员随时取阅#

但实验室中存在着很多已知或未知的病原微生物#再加上有些

员工生物安全意识淡薄#经常不脱手套翻阅资料#使得纸质化

文件在传阅过程中变成了传播病原微生物的媒介#对科室员工

生物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(

文件控制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拥有最新'最有效的版本(

利用纸质化模式进行文件控制往往会出现受控不明显'浪费纸

张及空间'无法监控培训效果'保密性不强'补记实验记录'不

符合生物安全等缺点(建立相关的网络系统#完善实验室系

统#实现检验科的自动化办公#可以将工作人员从繁重的工作

中解放出来'提高工作效率#使实验室能够全面高效地运行

YVX!/!7%

质量管理体系)

.

*

(而目前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仅限于

在
TYV

系统上的使用#缺乏对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监管和控

制)

7

*

(目前本院信息工程部已自行组织开发了一套网络版的

-临床实验室信息化管理平台.#利用该管理平台可对体系文件

的新建'审核'批准'发布'阅读'编辑'作废等进行信息化管理#

使各层次文件通过信息化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受控#并实现

相互关联#保证文件的一致性'实用性(此外临床实验室信息

化管理平台还实现了阅读提醒'权限管理'在线学习与考核等

强大功能#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#使质量体系的管理更为规范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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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(

综上所述#纸质化文件控制在质量体系管理中确实存在着

诸多缺点与弊端#在网络与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今天#加快检验

科自动化'网络化的发展进程#是检验科的硬件建设#也是检验

科未来的发展方向)

%

*

(唯有实验室信息化与规范化的有机结

合#才更能提升实验室管理层次和管理手段#帮助检验科更好

地与世界先进实验室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接轨#将实验室管理

推向一个新的高度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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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/血站管理办法0第三十一条规定-血液标本的保存期

为全血或成分血使用后二年.(完整'有效'安全地保存无偿献

血者血液标本#可为追查献血者血液检测结果提供最真实的证

据(由于医疗纠纷中存在-举证责任倒置.规则(因此#采供血

机构建立一套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保存信息管理系统#预防

因输血引起医疗纠纷显得十分重要(

"$!8

年以来#本站通过

使用条码信息化技术#采用全自动加样仪留取血液标本和本站

自行设计开发的软件系统-无偿献血者血样留取'定位保存信

息管理系统.#成功地建立了一套追溯性强'安全有效'检索快

速'使用方便的血液标本留取'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模式(现将

本站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保存经验总结如下(

?

!

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方法

?#?

!

采用条码信息技术对血液标本进行标识
!

$

!

&建立血液

标本的唯一标识#使用与现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供应商相配

套的献血条形码$献血码&作为标本的唯一标识#确保标本不发

生混淆($

"

&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测标本的标识使用唯一性献

血码#同一献血者的不同类型标本要采用相同的唯一条形码标

识#与血袋$含原袋和转移袋&及献血者的有关献血记录完全一

致($

8

&建立/血液标本留取操作规程0#对标本采集前的准备'

标本的标识'标本采集'登记和保存过程实施有效控制#确保标

本质量并按要求进行标本采集和留取(

?#@

!

深孔留样微板编号采用
*TYV2

检测微板相同编号
!

在

实验过程中采用全自动加样仪#同步留取血液标本至保存深孔

留样微板($

!

&在
V=24

全自动加样仪的全自动酶免加样程

序中#编入同步深孔微板留样程序(确保了同一份血液标本在

深孔留样微板上留取血浆的孔位与
*TYV2

检测微板上标本的

孔位完全一致(深孔留样微板编号采用
*TYV2

检测微板相同

编号规则($

"

&采用热合封口机将深孔留样微板与配套的密封

膜紧密热合#确保每一孔位均完全密封(同时#在深孔留样微

板上标注操作者工号或姓名'日期'深孔留样微板号#便于今后

查找(

?#A

!

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
!

利用无偿献血者血样留

取'定位保存信息管理系统读取
V=24

全自动加样仪信息(

操作电脑#在无偿献血者血样留取'定位保存管理系统上读取

V=24

全自动加样仪所连接管理电脑上已经形成了的加样条

形码信息#增加入管理留样标本信息的数据库中#并登记深孔

留样微板的板号和将放入区域的代码#打印相关信息(操作人

员核对深孔留样微板与相关信息无误后#将深孔留样微板放入

e"$W

以下冰柜存放#存放区域与电脑上登记的区域须一致(

血液标本的定位保存信息管理系统自动读全自动加样机扫描

保存下来的献血码信息#通过对放入保存冰箱的留样微板信息

和标本献血码的录入#达到定位查找#严格管理出入库的目的(

保存管理信息系统各种操作均有操作记录#从进入系统'入库'

借出'归还'出库等均有操作日志#并生成操作流水号#可对各

种操作进行追溯管理(

@

!

定位保存信息管理方法实施的经验总结

@#?

!

通过检查留取的标本情况以及时发现问题
!

"$!8

年开

展这项工作以来#检查发现留取的标本情况如下!$

!

&检查中未

发现深孔留样微板变形'破损'血样泄漏'密封膜脱落现象#未

出现误留'污染'变质'丢失等情况($

"

&检查中发现
8

块深孔

板上有
6

份血液检测标本漏留现象(通过核查发现这
6

份无

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都是应急检测血液标本#是通过手工进

行加样检测的(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#把这
6

份标本忘记手工

加样至深孔留样微板中#所以造成了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

漏留现象(经过培训#再也没有出现类是情况($

8

&检查中发

现
!8

块深孔板上有
!/

份无偿献血者血液检测标本中混有红

细胞现象(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献血者红细胞比积偏高#血浆含

量相对偏少(今后工作中#无偿献血者采样真空$下转插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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